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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时间从 2023 年 6 月 2 日开始，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在

此期间内，欢迎群众以来电、来信、来访的形式向省文物局反映

情况和意见。

最美文物守护人公示对象

（按姓氏笔画为序）

沙无泞

女，江苏省无锡市人，1949 年 3 月出生，汉族。企业退休职

工。

主要事迹：坚守传承，守望信仰。沙无泞是“三一八”烈士

刘葆彝的外孙女，无偿捐赠祖宅，传承红色基因，义务讲解 37 载，

累计受众几十万人。建瓯中共闽北临时委员会旧址纪念馆原为“三

一八”烈士刘葆彝的祖宅，90 多年前福建革命之火在这里熊熊燃

烧。1968 年沙无泞为了照顾外婆（烈士遗孀），只身从无锡来到母

亲的老家建瓯。1980 年她接管祖宅并承诺世代传承永不买卖。1984

年，为了更好地保护革命遗址，教育后人，她无偿将祖宅捐赠给

建瓯县人民政府。1985 年，中共建瓯县委、建瓯县人民政府拨款

修复，并将它辟为中共闽北临委旧址纪念馆免费对外开放。1991

年 3 月，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6

年 4 月，经中共南平市委、南平市人民政府确定为南平市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从 1986 年起，沙无泞一边在建瓯县玻璃厂上班，

一边义务负责临委旧址的打扫和讲解工作，1999 年退休之后更是

拒绝子女接其到身边养老的请求，坚守中共闽北临委旧址纪念馆。

她的深情讲解和一辈子坚守传承的红色情怀，激发了参观群众爱



党、爱国热情，将革命遗址的功能发挥好，真正做到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

陈明青

男，三明市尤溪县人，1967 年 11 月出生，汉族，福建省尤溪

朱子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要事迹：修复文物，热心公益。40 年来抢救性保护了大量

因旧城改造及新农村建设中拆毁的古建筑、古木雕等文物。他热

心于公益慈善事业，慷慨解囊，积极义务参与尤溪县洋中、汤川

等多个乡镇的历史古迹修复工作，并带头捐款捐物，宣传古民居

文物保护。2014 年与尤溪县文体旅局签订捐赠协议，将一千多件

与尤溪有关古匾、照壁、朱熹神龛等捐赠给尤溪县人民政府；2019

年捐赠给古田县人民政府“同治十三年重修溪山书院记事碑”；

2022 年将江日彩家族墓志铭一对捐赠给泰宁县博物馆。这些文物

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陈明青被省人民政府、省总工会授予“福

建省重点项目建设功臣”“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市委市

政府授予“三明市优秀企业家”等殊荣。

张晓辉

男，宁德市周宁县人，1971 年 2月出生，汉族，周宁县上洋村

张氏理事会会长。

主要事迹：心系文物，辛勤守护。充分发挥上洋村张氏理事

会会长职责，不辞辛苦寻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宝丰银场古矿

业遗址古矿洞和炼银工具，发现大大小小古矿洞 200 多处，收集

到大小石磨 10 多个，大大小小矿石 30 多块，炼银工具等 5把；心



系古宅，乐于推进宝丰银场古矿业遗址附属文物张彭八故居的文

物保护工作，2010 年以来，发动家乡父老乡亲大力支持推进文物

保护工作，发动捐款 50 多万元，用于张彭八故居的前期修缮和保

护工作，发现和挖掘张彭八故居和宝丰银矿相关故事和事迹，推

进了张彭八故居整体环境保护提升，有力地融入当地文旅融合发

展。同时，还力所能及，努力参与上洋村附近的其它文物如巡检

司、古墓等周边其它文物的守护工作，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高度

赞扬。

蔡金水

男，莆田市涵江区人，1948 年 4 月出生，汉族，莆田福莆仙

东岳观文物保护管理所所长。

主要事迹：义务付出，默默奉献。蔡金水同志原为莆田县工

商联会长，2003 年开始担任莆田福莆仙东岳观文物管理所所长，

凭着对文物工作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以务实、执著、谦和的工作

作风，30 多年如一日无偿付出。针对政府文物资金投入不足的问

题，他发动民间社团力量，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近 1000 万元，推

动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莲峰宫、东岳观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凤来

宫等 10 余处文物修缮、安消防和环境整治工程，受到了政府和当

地群众的高度称赞。所负责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福莆仙东岳观一

直是莆田文物保护单位管理的典范，2011 年被莆田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评为“文物安全示范单位”,其本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21

年主动牵头发起成立了莆田市涵江区文物保护协会，组织发动全

区民间力量全面参与文物保护工作。



薛德兴

男，漳州市长泰区人，1949 年 10 出生，汉族，长泰区山重村

老年人协会会长。

主要事迹：追回被盗文物，带头捐资修缮。漳州市长泰区山

重村 73 岁薛德兴 30 多年如一日义务守护乡村不可移动文物。

1993--1996 年，多次积极配合公安机关，追回省级文保单位--昭

灵宫文物龙柱和石狮，使得昭灵宫的文物得到完整的保护。协助

历届村老年协会、理事会采取专人值班保护文物的模式，昼夜守

护昭灵宫等文保单位，昭灵宫成为长泰境内至今保存文物最完整、

最有代表性的庙宇。带头捐资修缮文保单位。2015--2016 年，薛

德兴带头捐资 5.6 万多元，带动山重村薛氏理事会及薛氏宗亲共捐

资 200 万元。在薛德兴的推动带领下，2016 年，修缮薛氏家庙、

关帝君庵及戏台。2017 年，修缮昭灵宫及附属房。期间，带头组

织老年协会成员义务到施工现场监督，保质保量完成文物修缮工

程。做好文物单位消防安全工作。2019 年，薛德兴组织实施昭灵

宫安防消防提升工程，电力线路套管，安装监控系统，实现多方

位的监控，每月消防排查，每年更换消防器材，有效保障文物的

安全。2006 年以来，山重村 17 个省、区级文保单位和一般不可移

动文物，无发生文物安全事故。

最美文物守护集体（团体）公示对象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主要事迹：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保



护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立足实际，因情施策，积极推动工

作机制创新，不断提升中华司法文明的国际影响力，为做好新时

代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一是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法律知识。在我省唯一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有“南方周口店”之称的岩前万寿岩设立的“法官工作

室”和“巡回法庭”，制定出台《关于万寿岩遗址司法保护十条措

施》，为万寿岩遗址研究保护利用工作提供有力司法服务保障。

二是依法惩治涉文物保护犯罪。对文物犯罪案件决不手软，

坚决重拳出击、。对被告人陈爱国为盗取将乐县博物馆馆藏文物而

杀害博物馆副馆长廖国华案，依法判处被告人陈爱国死刑，剥夺

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伸张正义，给文物犯罪

分子形成强大震慑，有力地支持文物保护工作。

三是积极参与大田“章公祖师像”追索工作。2015 年，大田

县启动了“章公祖师像”追索工作，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参

与追索工作，两次开庭审理“章公祖师像”追索案，为“章公祖

师像”追索工作提供有力法律援助，此案成为我国通过民事司法

渠道追索流失海外文物的开创性案例并入选 2020 年度人民法院十

大案例。

“福州老建筑”团队

主要事迹：

2011 年 1 月，“福州老建筑”团队前身“福州老建筑小组”在

豆瓣网建立，成员是一群对福州历史文化感兴趣的年轻人。此后，

成立了规模更大的“福州老建筑群”，由团队成员建设的开放性公



益网站“福州老建筑百科”（fzcuo.com）上线。从“小组”到“群”

再到网站，“草根”们通过自己的热爱，创造了福州老建筑保护的

民间模式。

一是对规划编制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自 2011 年以来，“福州老

建筑”团队积极建言献策了一系列与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有关

的规划，为《烟台山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公园路及马厂街

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等编制提供基础资料、查漏补缺。其中对

《苍霞历史建筑群保护规划》的修改意见获得“澎湃新闻”的全

文刊登，并为《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等媒体报道，引起了较

大反响。

二是呼吁保护并监督破坏文物建筑的行为。团队呼吁并成功

保护台江区山边街 55 号鲁班庙、闽侯县徐家村古村落等文物被拆

事件，一些事件还获得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及省市媒体的

报道。团队对破坏有历史价值古建筑的监督，使得福州市在近年

城市建设中，越来越注意对古厝的摸查与预保护，如仓山区将所

有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挂牌保护，并与福州老建筑百科网站合作，

悬挂了文物信息二维码，向公众提供了了解文物信息的渠道；鼓

楼区也随之将所有不可移动文物登记点挂牌保护，在一定程度上

避免了“误拆”等违法行为的发生。

三是为文物保护法修订提供意见。2015 年，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向社会

各界公开征求意见，福州老建筑团队基于数年实践经验，对《草

案》提出修改意见，包括称谓调整、明确文物认定标准、迁建与



公布时限等方面。这份意见获得“澎湃新闻”的全文刊登，取得

一定反响，一些专家和法律界人士也给予了肯定。

四是身体力行参与保护工作。2014 年，台江区太平汀州及苍

霞地块启动征迁，该地众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面临消失。呼吁保

留有价值、易搬动保存的石构件。为确保这些石构件能够尽快被

抢救出来，团队自发筹资请人或亲手搬迁。通过在 QQ、微博、微

信等社交平台呼吁，最终有 35 人捐款、募得 6165 元；并于 2014

年 8 月请搬运工人将石碑迁至邻近的复初庵存放。团队还搬迁了

其他行会界碑、寺庙菜槽、会馆界碑等面临毁灭危险的石构件至

安全的地方。这批石构件最终被区文物部门集中搬迁存放于仓库

中。

厦门市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

主要事迹：

近些年来，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认真贯彻习近平给

厦门鼓浪屿申遗成功贺信精神，遵照世界遗产保护《公约》和国

家文物保护方针，严格执行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秉持预防性保护

理念，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不仅为

鼓浪屿申报世界遗产及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奠定坚实基础，也在世

界遗产监测融入地方管理、监测管理需求研究、遗产档案整理与

遗产文化价值普及等方面开展一系列有益探索，成长为福建省世

界遗产监测的领头羊和全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的行业标兵，连续

三年（2018、2019、2020 年）获得全国优秀；“鼓浪屿活态遗产监

测预警机制”与北京故宫、敦煌莫高窟、苏州古典园林一并成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 2021 年出版的《中国世界遗产能力

建设手册》中监测典型案例。

一是建立一体化平台。通过对鼓浪屿文化遗产地的充分调研，

针对遗产要素本体保存状态、病害发展状态、自然与社会环境、

日常巡查与保养、保护工程、建设控制等方面制订系统方案，形

成 16 大类 56 小项的监测指标，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通用平台组

件基础上，扩展定制鼓浪屿监测预警平台，打造一个集采集、监

测、管理、分析为一体的工作平台，并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

预警总平台实现无缝对接。

二是进行立体化监测。综合利用多维监测手段，因地制宜采

用航空摄影、24 小时高清视频监控、云台自动巡查、区域气象站、

无人机巡查监管、重点工程延时摄影、核心建筑激光扫描、重点

建筑消防烟感报警等方式，编织全域全天候监控链条，落实各类

遗产要素日常监测。

三是开展全方位宣传。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走出

鼓浪屿宣传鼓浪屿”，在厦门高校、企业、社区、商圈举办世界遗

产建筑图片展，宣传鼓浪屿文化遗产特点和价值，得到新华社、

中新社等主流媒体关注和转发；利用监测中心“开放日”，邀请社

区居民走进监测中心，了解世界遗产的监测、管理和保护工作，

呼吁公众树立正确的文保理念，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编印《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手册》，普及世界遗产知识，

凝聚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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